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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正式生效到现在已过去了4年多。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echanism，CDM）作为《议定书》规定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在
帮助发达国家履行其在第一承诺期（2008－2002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在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促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终目标的实现方面发挥
了作用。
CDM项目活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广泛开展。
截至2009年十月底，全球共有53个国家成功注册了CDM项目，主要包括印度、中国、巴西、墨西哥、
马来西亚、智利等国。
其中全球注册的小规模CDM项目近600个，占全部注册项目的45％左右，然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25％
，可见中國小规模CDM项目的开发还存在诸多困难，市场潜力有待子进一步发掘，能力建设有待于进
一步提高。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地方CDM项目开发能力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
术交流中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实施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开发合作项目”
（MDG Carbon：Carbon Flance forAchieving MDGs in China）。
该项目实施期为2006-2009年，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负责具体的组织、设计和实施工作。
该项目创造性地把《议定书》规定的CDM与联合国确定的消除赞困、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合作促发展等
千年发展目标（MDGs）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一系列相关活动，促进中国CDM项卧的开发与合作和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项目活动主要分为三部分：编制中国MDGs碳市场战略规划框架以及各试点省MDGs碳市场战略规划框
架；CDM项目开发实践，主要包括在12个试点省建立CDM技术服务团队，并开展相关的能力建设活
动以及CDM项目概念文件的开发王作；进一步加强公共一私营合作伙伴关系，主要通过建立碳数据电
子信息平台（网站和数据库）、设计和编制CDM领域相关书籍以及组织国内项目业主和国际买家圆桌
会议等活动，加强公共一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关系，拓展碳市场在中国的发展。
 为进一步加强CDM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增强中国相关机构在小规模项目开发领域的能力，同时作
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开发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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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项目在全球如火如荼的开展，CDM在实现温室
气体减排口标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同的CDM市场中，小规模CDM项目的开发困难与潜力并存。
本书介绍了小规模CDM项目的概念，方法学的适用性、项目边界、基准线情景、项目排放、泄漏和监
测，及其国内外开发现状。
此外，书中还分析了小规模CDM项目开发中有别于大规模CDM项目的特性，并通过案例研究讲述八
个主要行业领域项目开发的特点和实际经验教训。
    本书通过相关概念的阐述和具体案例的分析，将小规模CDM项目开发的主要流程和具体问题的解决
方案进行总结、整理，对我国从事CDM相关工作的政府组织、企业单位、科研院所、咨询机构及从事
相关行业的人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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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监测和核查本项目还未在EB注册成功，因而还未进入监测和核查阶段，但公示版本
的PDD中关于监测的相关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如前所述，由于在PDD的开发阶段，天然气锅炉尚在安装过程中，还未投入使用，因此，方法学要求
的确定基准线排放因子的最近3年的数据还不能获得。
因此，需要根据CDM项目的开发情况以及建设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视需要加人对燃煤锅炉的煤炭
消耗量以及蒸气产量进行监测的相关内容。
项目公示阶段的：PDD并未考虑这一因素。
如果排放因子不是简单基于蒸气的产量，而是基于其中所含的能量，则还需要增加必要的监测数据。
  三、相关经验教训  本项目公示已经有比较长的时间了，但一直还没有进入到EB的申请注册程序。
DOE的审定时间非常长。
即使最终能够注册成功，肯定也是在项目开始运行之后，因而项目将不可避免地损失部分减排量。
对于一个在项目准备阶段即开始考虑CDM项目开发的项目而言，这一周期显得比较漫长。
分析项目的开发过程，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教训需要吸取：首先，关于历史数据的监测。
由于开发者在项目的开发初期没有严格按照方法学的要求进行基准线排放因子的计算，而是计算了基
准线排放的历史绝对量，但两种情景下所需要的历史数据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因而导致了项目业主没
有对相关的数据进行细致的监测，从而导致了DOE的审定过程中进展缓慢，相关问题解决比较困难。
其次，由于项目审定的进程非常缓慢，而在同一时间段内，项目所使用的方法学已经修改了多次，每
一次方法学的修改都导致项目出现新的问题。
这又进一步加大了项目在DOE审定中所面临的困难。
可以说项目进入了一个不是特别顺利的循环之中。
因此，在项目开发的初级阶段，对于方法学要求予以准确把握，并据此给业主提出准确合理的数据需
求等，对于推进CDM项目的快速和顺利开发至为关键。
而本项目恰恰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不应有的问题。
因而，选择好技术实力较强的开发机构显得非常关键，不仅影响项目的开发进程，有时还可能导致项
目的成败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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